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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孙 学 涛 王 志 鹏）
“4000 把彩扇已办妥，请注意查收。”12
月 5 日 9 时许，和静静像往常一样，在家
门口办完发货手续，赶紧给福建的买家
回了一条信息。

2010 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酒店
管理专业的和静静，起初在北京工作。
她的老家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霍庄村，
是 一 个 具 有 100 多 年 社 火 道 具 制 作 历
史的村庄，制作的社火道具包括旱船、
花灯、彩扇、戏服等 30 大类 200 多个品
种。

2012 年 年 底 ，和 静 静 回 老 家 时 发
现，祖辈传下来的做社火道具的手艺，
鲜有年轻人学习，但国家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振兴传统工艺的号角已经吹响。
“老手艺里有我们的乡愁，有国家政策
扶持，肯定有市场。”和静静决定抓住这
个机遇，留在老家创业。

如今，在许昌，像和静静这样扎根
农村创业，研发文创产品，售卖“乡愁”
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过去被人瞧不上
眼的老手艺，被他们打造为独特的“非
遗 IP”，成为创新创业的宝藏。同时，他
们结合非遗项目创新创业，产生了强有
力的带动效应。

现在，依托国家级非遗项目钧瓷烧
制技艺，禹州市神垕镇已聚拢从业人员
2.8 万人；依托长葛蜂蜜传统制作技艺，
长葛市蜂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1 万人，带

动农户 0.6 万户；依托霍庄社火道具传
统制作技艺、档发传统制作技艺、河街
腐竹制作技艺，建安区已集聚从业者 15
万多人；依托鄢陵古桩蜡梅制作技艺，

“蜡梅之乡”鄢陵县大力发展花木、康养
产业，从业者已达 25 万人。“非遗文化”
正在变为“非遗财产”，许昌市已形成 6
个淘宝镇、13 个淘宝村，数量均居全省
第二位。

截至目前，许昌市拥有县级以上非
遗项目 476 个，其中市级 129 个、省级 29
个、国家级 3 个。近年来，许昌市积极落
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因势利导，
在三国文化旅游周等节庆期间积极组

织开展文创展演、创意大赛，引导、扶持
大学生学习、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
产，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返
乡大学生正在加入传承、弘扬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队伍。”许昌市非遗保护中心
主任陈若军说，青年人活态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既解决了代际传承问题，又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智力支持。

“去年，许昌籍返回许昌报到的大
学 生 为 2727 人 ；今 年 ，截 至 目 前 已 有
7239 人。”许昌市人社局就业办主任苏
春 雷 说 ，返 乡 的 许 昌 籍 大 学 生 越 来 越
多，有的成功就业，有的自主创业，在家
乡沃土实现人生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大学生返乡创业宝藏

许昌大学生扎根农村售卖“乡愁”

□ 记者李嘉 吕正子 通讯员王献杰

今年 72 岁的耿天恩，是长葛市老
城镇耿庄社区的贫困户，老年丧子，与
患病的老伴儿相依为命。随着脱贫攻
坚的进行，耿天恩的生活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他走上公益岗位，成为社
区的清洁员。他多次向脱贫攻坚组和
社区党支部申请退出贫困户行列，让
扶贫政策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
重拾生活的信心

每天清晨 6 时，耿天恩总会准时出
现在耿庄社区的街道上，开始一天的
清扫工作。已经 72 岁高龄的他，脸上
的表情淡定从容。

“2 年前，耿天恩的眉毛总是拧成
‘川’字。他的独子那年意外身亡，妻
子是智障患者，日子都没法儿过下去
了。”12 月 4 日，耿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耿占彪和记者谈起耿天恩过去的遭遇
唏嘘不已。开展扶贫工作以来，耿天
恩和老伴儿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不
仅建了厨房、厕所，翻新了庭院，还添
置了部分家具。耿天恩现在在社区当
保洁员，每月拿 600 元工资，加上其他
政策补贴，每年能拿 28000 多元钱。他
拧成“川”字的眉毛舒展开来。

“今年入春以后，耿天恩找过我好
多次，申请退出贫困户行列，理由是日
子好过了，能挣钱，不想再拖累党和政
府 。 他 说 要 把 好 政 策 让 给 更 需 要 的
人。不过我没同意，他们两口子确实
需要政策帮扶。”耿占彪说，耿天恩的
行为令他感动。

工作细致入微
用汗水改变生活

自从成为社区保洁员，耿天恩每
天都准时走上工作岗位，开着垃圾车，
带着大扫帚、小铲子，扫大街、清垃圾、
洒水、平路面、清杂草，忙个不停。一
年四季，他从不缺岗，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卫生工作
不在耿天恩的工作范围内，可他总来
打扫，劝都劝不住。遇到大风天气，他
总会用报纸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各个
办公室门下的缝隙塞住，不让尘土刮

进屋里，非常细致和用心。”耿占彪说，
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怀着一颗对党感
恩的心，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大家营
造干净整洁的环境。

“这没啥。我身体好着呢，这点儿
小活儿很轻松。”正在清扫楼道的耿天
恩听到耿占彪与记者的对话，连忙摆
手说，“社区帮我解决了一大堆问题，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让我
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做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挣钱。我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我应
该做的。”

对患病妻子不离不弃
还是社区里的热心肠

12 月 4 日 8 时许，耿天恩结束了早
晨的清扫工作，返回不远处的家中，开
始和妻子吃饭。他家里里外外干净整
洁，收拾利索的小院里还有几块小菜

地。由于妻子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
生活重担全部压在耿天恩的肩上。洗
衣、做饭、打扫卫生、给妻子熬药、打理
家里的小菜园，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要
耿天恩操心。妻子不能正常交流，耿
天恩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对妻子细心照
料，常年如一日，毫无怨言。

虽然年龄大了，但耿天恩身体很
好，从不服老。左邻右舍谁家搬家具、
清 理 垃 圾 ，他 只 要 知 道 总 是 热 情 帮
助。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年龄大也
得有个用，力肯外点儿不生病”。在社
区里只要是看得见的活儿，他从不分
分内分外，看见就干。邻居有事，他能
帮就帮。社区里的五保户邢迎军家里
垃圾堆得多了，他就把清运车开到他
家里帮助清扫。

“人要知道感恩。政府帮助俺摆
脱贫困，俺也得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
助别人。”耿天恩说。

长葛市老城镇耿庄社区 72岁老汉申请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他说——

用汗水换来工资能养活自己
感恩帮助过他的人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耿天恩正在清扫社区里的街道。 记者李嘉 摄

推进专项斗争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自 2018年至今年 11月，建安区刑事
拘留九类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91人

本报讯（记者 郝晋 通讯员 王杨）
12 月 5 日上午，记者从建安区委外宣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 2018 年
至今年 11 月，建安区刑事拘留九类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 191 人，批准逮捕 84 人，
破案 113 起，移送起诉 236 人，法院一审
判决 171人。

建 安 区 委 政 法 委 副 书 记 黄 照 宇 介
绍，自 2018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建安区按照中央、省委、市委重要决
策部署，针对涉黑涉恶问题新动向，把打
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犯
罪势力，形成“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
厚氛围，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形成长效机制，为建安区扫黑除恶工作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打下坚实基础。

自 2018 年至今年 11 月底，建安区共
刑事拘留九类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191
人，取保监居 67 人，批准逮捕 84 人，破案
113 起，移送起诉 236 人，公诉 185 人，法
院一审判决 171 人。专项斗争的深入推
进，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2018 年，
建安区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6.8%，治安警
情同比下降 34.1%；2019 年 1 月至 11 月，
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11.9%，治安警情同比
下降 10.01%。

发布会上，建安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安宁、建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卢
慧华、建安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
长崔献周就当前建安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的开展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崔
献周说，在建安区公安局处理的黑恶势
力案件中，以黄某为首的 6人寻衅滋事犯
罪团伙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一案较
为 典 型 。 多 名 群 众 反 映 ，黄 某 等 人 自
2017 年成立非法唢呐协会以来，以收取
会费为由，采取威胁、恐吓、殴打等暴力
手段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建
安区的治安秩序。建安区公安局经过近
1 个月的侦查，查明了以犯罪嫌疑人黄某
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并
先后抓获 6 名犯罪嫌疑人，现已判决，破
案 20余起。

建安区扫黑办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将与公安、检察、监察等部门加强沟通协
作，坚持刑事审判和财产执行并重，加大
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坚决“打财断
血”，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紧
盯“保护伞”“关系网”不放，确保依法除
恶务尽，推动专项斗争向既定目标迈进。


